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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与亲属称谓语有关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张中芹
(盐城工学院大外部，江苏盐城224003)

摘要：语言和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一种具体的民族语言，总是跟该民族的文化有

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称谓是言语交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语言表

述，反映了一种重要的社交礼仪。英汉称呼语的差异体现了中英文化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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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修订的《高等学校英语教学大纲》

(2000)中规定：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

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种能力除包括正确运用

语言的能力外，还包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

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能力。根据《大

纲》的要求，教师在课堂上除了教授语言知识外，

还应适时、适度地导人相关的文化知识。在外语

教学中，文化是指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

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

价值观念等。中国人和英语国家的人生活在不同

的文化背景之中，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思维方

式、道德观、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中西

方文化内涵的差异必然造成词义、旬义、联想意

义、比喻意义等语言现象的差异。本文从亲属称

谓语的角度谈谈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一、亲属称谓语与文化

“称谓语”是“人们由于亲属和别的方面的相

互关系，以及由于身份、职业等而得来的名称，如

父亲、师傅、厂长等”，亲属称谓是以本人为中心

确定亲属成员和本人关系的名称，它是由各代婚

姻关系构成的男女双方血缘关系排列的亲属次序

确定的。如爸爸、妈妈、叔叔、哥哥等。

“亲属称谓语”是婚姻和家庭形式的反映，它

把有亲属关系的人组成不同种类的群体，任何社

会称呼亲属的方式要么以继嗣为基础，要么以家

庭为核心，汉语亲属称谓语是以继嗣为基础的描

述制，这是最为精确的一种亲属称谓语结构，也是

人类社会中亲属称谓语结构极少见的一种。

称谓语不同的国家、民族因语言不同，相应的

称谓语电以不同的语言、文字表现出来。其差异

并不只是语言层面上的，还与文化间的差异有着

直接、紧密、深刻的联系。有些称谓语在不同的语

言中可以找到相对应的词，这些词汇相对来说可

以理解。但是，有些称谓语除去概念意义外，还具

有反映该国风俗习惯的背景，而这些背景知识正

是正确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所必备的。语言忠实地

反映了一个民族全部的历史、文化，称谓语的不同

自然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间的差异。

“只注意形式，而不注意语言的内涵是学不

好外语的。”¨1。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语言

学家Sapir在《Language))一书中就指出：“语言有

一个环境，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

继承下来的传统和信念”旧1。语言和文化相互依

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

交际时表现的较为明显，要真正掌握一种语言就

必须了解这种语言的特定社会背景，否则就没有

真正掌握这种语言p1。

二、中西方亲属称谓语的差异

1、高度描述性与高度的概括性

汉语亲属称谓系统中对于不同的人，根据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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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亲疏、辈分大小、年龄长幼、性别不同赋予不同

的称谓，可谓详尽丰富，体现出了它具有的高度描

述性。与汉语相反，英语亲属称谓系统明显带有

高度的概括性。在英语亲属称谓系统中，除了

“father”和“mother”，“husband”和“wife”，“Bon”

和“daughter—in—law”，”daughter”和“son—in

—law”四组称谓外，其它所有称谓语至少有两个

外延，如“cousin”就有八个外延。由于这些称谓

语所指对象较多，因而也就变得比较模糊。由于

存在此种差别，两套称谓系统在数量上也有很大

差异。汉语有112个称谓语，而英语只有27个，

所用称谓语越多，关系区分就越细。汉语亲属称

谓系统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复杂的亲属称谓系统

之一，而英语亲属称谓系统却要简单、笼统得多。

例如，英语中对父母亲的兄弟姐妹的子女只有一

个称谓cousin，不分年龄、不论大小、更不管是父

亲的亲戚还是母亲的亲戚，这至少相当于汉语中

的八个称谓(表哥／表弟／表姐／表妹／堂哥／堂弟／

堂姐／堂妹)。如果有些地方还要把阿姨和舅舅

的子女分别用”姨”和”表”来称呼，cousin则囊括

了12个汉语称谓的功能。而汉语把表亲关系区

分得非常严格，既要说出性别，又要分出大小，根

本不像英语笼统一个词了事。这种语言现象的产

生归因于中国二、三千年之久的封建统治。这种

封建社会高度重视血缘关系，特别强调等级间的

差异，提倡长幼、尊卑有序。中国人注重”定亲

疏，别异同。”亲属关系亲疏，长幼和性别等万面

不同，权力和义务也随着出现区别，故称谓区分

得严格而细密。相反，西方人喜欢自由和独立，偏

爱小家庭生活方式，因而核心家庭制度盛行。子

女一般到18岁左右就要单独生活，独立门户，因

此他们大部分是核心家庭或丁克家庭，很少有三

代同堂的现象，更不用说四代同堂了，他们的亲属

观念比较淡薄。

2、不分长幼的英语亲属称谓语

英语中brotller既是哥哥也是弟弟，sister既

是姐姐也是妹妹。英语没有排行的习惯，如果一

定要分清楚，可以用younger、older，如果超过三

人，则只能用first、second这些序数词来帮忙了。

uncle既是叔叔也是伯伯，aunt既是伯母也是婶

婶，同样不分年龄大小。西方人不太讲究辈分、长

幼。而中国则是一个强调“父统子、兄统弟、嫡统

庶、大宗统小宗”的国家，讲究“长者为尊”，“长幼

有序”。兄就是兄，弟就是弟，不可混称”o。兄对
·70．

于弟来说永远都是尊者。如果对长辈或兄长直呼

其名则将视为不懂礼貌，没有教养，因此就有相应

的比较严格的称呼。子女直呼父母名字，在中国

是大忌、大不敬，而在西方却是很自然的事情。在

见面称呼时，中国人喜欢用亲属称谓称呼亲属和

非亲属，而西方则喜欢以姓名相称，这显然表示了

一种试图消除社会地位差异的强烈愿望，或者意

味着西方社会中人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趋于平

等。比如：小孩子不把爷爷奶奶称作grandpa和

grandma，而是直呼其名，这种做法却是得体，亲

切、合乎常理的，年轻人称老年人，只在其姓氏前

加Mr，Mrs或Miss。他们这些做法体现了西方人

追求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他们眼中，称谓差异本身

就意味着不平等。

3、与婚姻无关的亲属称谓语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每一种社会关系都因性

别而分尊卑，亲属称谓语的区分也体现出了男尊

女卑的传统观念，一般都是夫重于妻、父重于母、

子重于女、兄弟重于姐妹，相应地，称谓语中区分

出了堂亲和表亲。丈夫家的兄弟姐妹总比妻子家

的兄弟姐妹亲近，兄弟的配偶总近于姐妹的配偶。

而在西方，他们强调核心家庭，重视个体，以自我

为中心，强调独立的人格、个性，推崇个人的成就

和荣誉。强调男女平等，人人平等。每个人与父

系和母系的亲属的距离是相等的，无所谓谁重谁

轻，谁近谁远，都一律平等，亲属称谓语与婚姻无

关。如uncle既是伯伯、叔叔、姑父也是舅舅、姨

夫，aunt既是伯母、婶婶、姑姑也是舅妈、阿姨；

grandfather既是爷爷也是外公，grandmother既是

奶奶也是外婆；grandson既是孙子也是外孙，

granddaughter既是孙女也是外孙女；nephew既是

侄子也是外甥，niece既是侄女也是外甥女；如果

一定要加以区分，可以用paternal和maternal，或

者on the father§side和on the mother台side；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亲属称谓语有泛化的

表现，常用于非亲属之间的社交场合。具有区分

人们的相互关系及借以表达不同的语义、情感和

语气等多种功能。运用亲属称谓语，能够起到缩

短说话人和说话对象这问距离的作用，昆得彼此

更亲近、更容易消除障碍。比如街坊、邻居，父母

的同学、同事，自已的同学、同事的父母等，一般都

使用亲属称谓，或称“阿叔、阿婶、阿姨”，或称“阿

伯、阿姆”。但是，对于不认识的陌生人，比如在

商店、影院、车站、机场或路上相遇，而需要交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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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使用亲属称谓，就相对于熟人少了一些。但英

语中只有关系特别密切的情况下才使用此类亲属

称谓语，而且是称谓语后面跟的是名字而不是姓

氏，如称呼爸爸的好朋友Sam Cook为Uncle Sam。

三、结语

称谓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是民族心理的呈现。

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各民族称谓语的鲜明特

色。中国漫长的封建宗族制度，在纷繁复杂的亲

属称谓语上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而崇尚个人

主义、强调独立意识的西方社会，仅以单薄松散的

血缘关系，在宽泛模糊的亲属称谓语上划下一条

浅浅的留痕。长期以来，在外语教学领域巾，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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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 into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Addressing

ZHANG Zhong—-qin

(College English Department of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Jiangsu Yancheng 224003，China)

Abstract：Language is closely related to culture and can be．said as a part of culture．We Call dig OUt cultural features from lan—

guage and explain language phenomena with culture．Addressing as a special form of language exist in both of them and early a

large amount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such as history，geography，religion，custom，nationality psychology，thought pattern and

etc，and therefor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culture．It is an important social etiquette．Thi9 article detailedly introduces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ddressing system and the addressing CUStoEtlS of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It vail t)e helpful to English

learners to know much about culture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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